
“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
———邓小平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旅游事业

贾　楠　吴　超

〔摘要〕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十分关心中国旅游事业的发展，在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这段时

间里，先后五次从多个方面全面系统论述了关于发展旅游事业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邓小平

注重发挥旅游事业在拓宽外汇来源、提高外汇收入、改善人民生活等经济建设方面的作用，由

此进行旅游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建设专业的人才队伍，从而适应旅游事业在新时期的发展要

求。与此同时，关注旅游景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关注城市建设对发展旅游事业的重要作用。邓

小平重视发展旅游事业的思想，不仅对当时的旅游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新时代旅

游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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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业作为 “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具有先导作用和综合功能的经济事
业，一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对我国的旅游事业发
展十分关心。在１９７９年前后，邓小平先后五次针对旅游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指导思
想和工作方针，指出 “旅游这个行业，要变成综合性的行业”，① “旅游事业大有文
章可做”②，即倡导旅游事业在改革开放初期应发挥其在经济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
探寻旅游事业全面发展的广阔途径，深挖旅游事业持续发展的附加值，有利于扩宽
外汇来源、改善人民生活，同时可以发挥旅游事业在生态环境、城市建设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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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作用，同步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一、强调旅游事业对经济建设的突出作用

１９７６年后，我国国民经济结构亟待调整，财政收支出现较大缺口的状况急需
改善，同时外汇收支比例失调，外贸收入很少。旅游事业有投资少、成本低、见效
快等特点，又具备利润率高、创汇稳定等优势，充分发展旅游事业可以有效促成解
决当时面临的诸多问题，助推经济快速发展，从而改善人民生活。但是，当时的旅
游事业并未有效发挥作用，１９７８年全国国际旅游接待人数仅占国际旅游总人数的
０．０８９％，外汇收入仅占国际旅游总收入的０．３８％。① 因此，中国旅游事业亟待大
力开拓。邓小平充分认识到旅游事业对经济建设的作用，在多个场合强调发展旅游
事业以赚取外汇，肯定旅游事业在提高外汇收入、拓宽外汇来源方面的优势，积极
推动旅游事业在新时期的新发展。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９日，邓小平首次谈到大力发展旅游事业，这也是他首次从发展
旅游事业的角度谈到增加外汇。他指出：“同外国人做生意，要好好算算账。一个
旅游者花费１０００美元，一年接待１０００万旅行者，就可以赚１００亿美元，就算接待
一半，也可以赚５０亿美元。要力争本世纪末达到这个创汇目标。”② 邓小平第一次
谈到大力发展旅游事业就提出了创汇目标，可见增加外汇收入对于当时我国具有紧
迫性和极端重要性。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７日，邓小平再一次就发展旅游事业谈到创汇目
标，指出 “我们国家地方大，名胜古迹多。如果一年接待５００万人，每人花费
１０００美元，就是５０亿美元”③，强调要 “千方百计赚取外汇”④。这与陈云１９７８年
提出的 “旅游收入，比外贸出口收入要来得快，来得多。英伦三岛每年收入五十四
亿美元，我们中国这样大，可以收入更多”⑤ 的观点相契合。１９７９年，我国旅游外
汇收入达４．４９亿美元，增长７０．９％，全国接待外国旅游者３６．２４万，增长
５７．８％。⑥ 在之后的旅游事业发展历程中，于１９９６年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创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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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即 “国际旅游创汇达１０２亿美元，突破１００亿美元大关”①。
与此同时，邓小平还考虑将旅游事业与民航发展结合起来，发挥 “１＋１＞２”的

效果，使得经济效益更大化。邓小平提出： “民航可以同外国公司签订协议，这样
做，有利于民航和旅游事业的发展。”② 邓小平看到各个行业的发展不是各自独立而
是相辅相成的，将民航和旅游两个行业进行优势组合，这在旅游事业的发展历程中
实属首次，既可以提高两个行业的竞争能力，也能够在发展旅游事业的同时发展交
通运输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键时期，更大程度地提高利润，赚取外汇收入。

邓小平还主张要挖掘旅游产品、纪念品的附加值为创汇服务，提出 “搞纪念画
册、风景图片”等当地旅游纪念品，将黄山等旅游景区及当地的特产包好包装作为
纪念品销售③，为增加外汇收入开辟了新途径。１９７９年８月１１日，国务院批准了
旅游总局提出的进一步发展旅游纪念品、工艺品生产和销售的报告，轻工业部随后
设立了中国旅游产品供应公司，逐步在全国形成了旅游商品生产供应网络。④

二、进行管理体制改革与人才队伍建设，促进旅游事业大力发展

邓小平充分认识到，旅游事业要想大发展，并推动经济建设，就要对旅游管理
体制进行改革。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９日，邓小平在与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中国
民用航空总局卢绪章⑤、袁超俊⑥等负责人谈话中，首先提出旅游事业管理体制总
的改革方向和思路：“要按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⑦ 在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７日同工商
界领导人胡厥文、胡子昂等谈话时他又强调了该指示。

邓小平提出：“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
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⑧ 他指出，“旅游总局可以向有关部门直接订货，也可以
向国外直接订货，改善旅游设施”⑨，即简政放权。在创建旅游公司、提高管理水
平方面，邓小平也站在全局的角度进行规划指导。１９７９年１月６日，邓小平在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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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经济建设方针问题时提到：“全国要搞若干个旅游公司。公司之间可以相互竞赛，
赚钱多的工资就要多，搞得好的年底可以拿双薪。”① 这将劳动成果与工资待遇挂
钩，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服务水平和管理素质。邓小平对旅游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
考虑主要放在经济层面，他主张旅游事业的管理体制要顺应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经
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从而在新时期发挥旅游事业最大的经济效益，这与旅游事业
在当时主要发挥促进经济建设的作用相一致。这个时期，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围绕着
下放部分经营权、精简各级行政机构、坚持按经济规律办事以及改善宏观管理等方
面进行，以期推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为适应国民经济和旅游事业的发展变化需要，在邓小平等领导同志的倡导下，

１９８１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提出了旅游业的发展方针，即 “积极发展，量
力而行，稳步前进”，与此同时，旅游事业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具体到相关公司、
机构的组建上。１９８２年，经国务院批准在 “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的基础
上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局”②，各省、自治区及直辖市也相应挂牌成立地方
旅游局。同时为了配合对外开放战略，与国内旅游事业发展相协调，国务院设立了
八个驻外旅游办事机构。１９８４年，“中国旅游服务公司开始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
亏的企业化管理模式，并在国家旅游局的大力支持下，旅游服务公司制定了适合公
司特点的发展战略”③，从而开启了市场化运营的旅游服务新时期。同年，“国务院
批准成立中国免税品公司，在中国旅游服务公司领导下进行工作，并授权免税品公
司对全国免税业务进行统一对外谈判，统一制定销售价格，统一组织定货，统一制
定规章制度”④。此外，１９８７年经国家旅游局批准，在中国旅游服务公司属下成立
了中国旅游清洁公司。服务于旅游事业发展的各种机构的成立，更加有利于旅游事
业的商业运营，更加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建设。

旅游管理体制的改革适应了旅游事业的发展需要，旅游人才队伍的思想建设和
业务建设也需要跟上改革步伐。邓小平非常关心旅游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在

１９７９年１月关于旅游事业的三次谈话中，邓小平有两次提到了发展旅游事业需要
把握好行业用人。在专业性方面，他指出： “要搞一些培训班，培养翻译、导游、
经营管理人员，甚至是服务员”，并强调 “服务员也要有知识，有一点外语基础”，
导游需要有章程，由此就需要 “抓紧服务人员的培训”。在积极性方面，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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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局要用人得当，要有一些有闯劲、有干劲、有办法的人，只凭资格是不行
的。”①旅游事业的发展是能够吸收一大批青年就业的。在服务方面，邓小平提出
服务态度和清洁卫生是第一位的， “凡是服务态度好，服务质量高的，工资要高，
不好的要批评，不改正的还可以淘汰”②，将工资和绩效挂钩，树立服务意识，提
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同时提高服务积极性。提高旅游事业的发展速度和质量，人才
是主导，服务是关键，其标准的制定和制度的确立，不仅要有利于旅游事业提高行
业竞争能力、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也要有利于该行业的服务人员提高收入、改善生
活，同时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提高就业率，为稳定社会大局起到积极作
用。１９７９年创办了上海旅游专科学校，１９８０年开始在大学里开设旅游专业，后将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划归旅游总局分管，作为培养翻译、导游和高级旅游管理人才
的重要基地，以人才培养助力新时期旅游事业发展。

１９８５年１月３１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旅游局 《关于当前旅游体制改革几个问
题的报告》，提出了旅游管理体制实行 “政企分开，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散经
营，统一对外”的原则，并首次明确了 “国家旅游局作为国务院的职能部门，要面
向全行业，统管全国旅游事业”③。旅游事业相关机构的建立和制度改革，为旅游
事业曾经承担的政治、外交任务 “瘦身”，也为旅游事业在新时期进一步发展作好
了相应的制度准备，释放旅游事业的活力，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旅游事业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旅游人才的培养，使得旅游事业的发展有了一个良
好的开端，为其在经济、社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旅游事业
在新形势下迈开了新步伐。

三、重视生态环境，助力旅游事业深入发展

邓小平发展旅游事业的思想中，反复强调旅游事业对于环境治理、生态保护的
重要性。环境治理方面，在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７９年的谈话中，邓小平均以桂林漓江为
例，谈到风景区环境治理的问题。他指出，桂林那样的好山水，被一个工厂严重污
染，要下定决心治理好，并强调造成水污染的工厂要关掉。④ 生态保护方面，邓小
平着重强调要保护风景区。他提到：“石林要整理一下，要种些树，让风景更优美
一些，现在太荒凉了”，“北京要搞好环境，种树种草，绿化环境，管好园林，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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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做到不露一块黄土”等。① 邓小平注重在发展旅游经济的同时，不能破坏
生态环境。在游览黄山结束后的座谈会上他也指出，山区建设 “禁止破坏山林，要
搞经济林”②，即发展经济要与生态环境保护同步，不能以片面追求短期旅游经济
为目的而忽略生态环境的长久价值。

旅游事业的逐步推进，旅游事业在创汇、就业、交通运输等方面的作用日益重要，
与此同时，对于风景区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也提上了议事日程。１９８５年，国务院举行
常务会议，会议听取讨论了 《关于旅游事业发展规划的汇报》（简称 《规划》），并对如
何实现该 《规划》提出了重要建议，其中提到 “重要的旅游资源，要保护好，利用好”，
“在旅游区，要注意环境保护，稀有动物保护”等。③ 邓小平关于发展旅游事业的思想
与注重生态环境的思想是互通互融的，只有保护好生态环境，才能更好地发展旅游事
业，从而服务于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有充分发展旅游事业，赚取外汇，才
能在财政上支持生态环境、人居环境永续发展。邓小平强调发展旅游事业在环境治理、
生态保护方面的重要性，在当时是耳目一新的新提法、新理念。

四、狠抓落实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旅游事业高质量发展

与旅游事业的发展直接相关的问题除了生态环境，还涉及到交通、食宿等基础
设施建设，因此就需要与景区周边的城市建设相结合。邓小平强调：“要狠抓一下
旅游和城市建设” “发展旅游必须考虑城市建设的配套”。④ 在１９７９年１月６日、

１７日的谈话中，他特别提出要通过城市建设来推动旅游事业的发展。他指出：“发
展旅游要和城市建设综合起来考虑，开始时国家要给城市建设投些资，旅游赚了钱
可以拿出一些来搞城市建设。”⑤ 具体来说，“要搞好旅游景区的建设，要有电、有
路、有旅馆，还要搞好城市建设，搞好服务业”⑥。同年７月１５日，邓小平与安徽
省委负责人的座谈会上也提出：“要搞好交通、住宿、设备等基础性工作”⑦。在城
市建设的落实上，邓小平提出参照新加坡的城市建设，交通设施可以建设立体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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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设计两层、三层的多层公路系统，同时去往十三陵、长城等景区可以开通高
速公路；开辟通往西藏等地区的旅游专线和专列；民航短途可以采用直升飞机，长
途可以开辟航线，提高民航服务质量，便于输送外国游客。在旅馆、饭店等基础设
施方面，邓小平提出可以利用外资建旅馆，在昆明、桂林、成都可以多设床位，开
饭店、小卖部、酒吧间，提倡建立一些正当娱乐设施。① 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
关怀下，我国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建设得到快速发展，各地的积极性也调动
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许多著名旅游景点加快了公路及城市交通、铁
路和航空等交通系统的建设，大大提高了旅游交通运输能力。公路方面，到１９８８
年，全国通车公路里程达到９９．７６万公里，比１９７８年增加了１２．６％，除西藏墨脱
县外，全国县级行政单位都通了公路。② 铁路方面，到１９８６年，全国中央和地方
铁路运行里程共达５．５５６２万公里，比１９７５年增长２１％，除西藏外，各省 （自治
区）都有了铁路，布局规划渐趋合理，在增加运营里程的同时，也提高铁路运力，
同时组织旅游专列，增挂旅游车厢。③ 民航方面，在装备新机型的同时，新建、扩
建机场，开辟新航线，增扩航班密度。为了适应旅游事业的发展，民航部门开辟了
定期旅游航线，到１９８４年该类型航线已达７０条，通航旅游城市４０个。④ 在其他
城市配套方面，１９７９年由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项目，有北京建国饭店、长城饭店，
广州白天鹅宾馆，南京金陵饭店等六座与外资侨资合作的酒店，在邓小平的亲自过
问下陆续于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３年建成并投入使用，不仅缓解了旅游资源紧张的问题，
而且对提高旅游饭店的管理服务水平、培训专业管理人员，以及增加经济效益、提
高外汇收入等方面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北京建国饭店自１９８２年营业以来，人均
年创汇达数万美元。由此，旅游事业相关的基础设施及城市建设的不断完善，进一
步推动着旅游事业朝着高质量的方向全面发展。

五、结语

邓小平发展旅游事业的思想集中形成于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这段时间党和国家工
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贯彻国民经济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的方针，且中央提出了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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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等一系列重大政策，为旅游事业带来了生机与活力。邓小平明确要求重视旅游事
业的发展，始终重视旅游事业对于促进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始终关注旅游事业与
生态环境、城市建设、旅游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复合发展，强调旅游事业管理体制
改革和人才队伍建设对于新时期发展旅游事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邓小平多
次就旅游景区、城市的规划发展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如１９７８年对昆明石林、西
双版纳植物研究所提出发展规划，１９７９年对四川峨眉山、甘肃敦煌及嘉峪关、长
江三峡等旅游景区提出整修建议，尤其是在１９７９年７月１２日到１５日，邓小平在
游览黄山后的座谈会上指出 “黄山是发展旅游的好地方”，也是发展经济的好地方，
要求 “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① 这是首次提出打造旅游品牌，并为此需要做好一
系列的工作。邓小平以长远的战略眼光，把控全局的旅游战略布局，从多方面考
虑，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广开门路，增加收入”②。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央领导同志作出的一系列发展旅游事业的指示，对于
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中国旅游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１９８４年７月
２７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批准了国家旅游局 《关于开创旅游工作新局面需
要解决几个问题的报告》，并转发全国执行。其中明确了开创新局面的指导思想和
目标，把旅游工作搞活，使之得到更快、更好地发展。总的目标是到２０世纪末，
使中国成为世界旅游事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之一，在旅游设施和管理工作方面，达到
现代化水平。③

在邓小平等领导同志的关怀下，我国的旅游事业经过改革开放初期的起步发展
到如今呈现出更加蓬勃的发展态势。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是全国人民之福，也是全
世界人民之福。深刻领会邓小平关于旅游事业的相关思想，对于实现 “文明、有
序、安全、便利、富民强国”的旅游事业发展目标，对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文化和旅游生活需要，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都具有深刻的影
响和重要的指导作用。

（责任编辑　梁　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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